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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 在甘肃省肃南县康乐草原， 以5月龄放牧型甘肃高山细毛羊为研究对象， 开展60 d的短期育肥试验。
试验期间试验组从夏草场转入冬草场放牧， 并辅以少量补饲； 对照组按照传统饲养模式从夏草场转入春秋草场，
自由放牧。 结果表明， 短期育肥的放牧羔羊育肥后体重和日增重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羔羊（P＜0.01）， 短期育肥经
济效益显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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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： The� 5� months� Gansu� fine� wool� sheep� in� Gansu� province� Kangle� pasture， we� study� short-term� fattening� 60� days�
tests� in� the� test� time， the� experiment� group� from� summer� pasture� to� winter� pasture， grazing� with� small� amount� of� supplementary�
feeding， control�group�according�to� the�traditional�breeding�mode�from�summer�pasture， transferred�to� the�spring�pasture， just�grazing.�
The� result� shows� that� the� experimental� group� weight� and� daily� gain� are� significantly� higher� than� the� control� group （P < 0.01），
short-term�fattening�economic�benefit�is�remarkable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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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 人们的
膳食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， 羊肉以其营养全面、
肌肉纤维细嫩、 味美多汁、 易消化等特点受到更
多人的青睐。 与大羊肉相比， 羔羊肉纤维细嫩、

瘦肉多、 脂肪少、 肉质好， 而且生产肥羔的饲料
报酬高。 因此， 更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羔羊
育肥的研究及其效果。

我国很多学者也对于羔羊育肥开展了相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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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。 程超（2007）研究了同一营养水平条件下不
同杂交组合羔羊的育肥效果， 证明杜本 F1 代在当
地的日增重、 屠宰率、 净肉率等指标均高于其它
杂交组合， 育肥效果最好［1�］。 石玉桂（2012）研究
了全舍饲饲养管理条件下萨寒 F1 代和小尾寒羊短
时间育肥的效果， 证明育肥 90�d 后的萨寒 F1 代日
增重和体尺数据均显著高于小尾寒羊 ［2�］。 喻时
（2015） 验证了放牧条件下萨哈杂交一代的育肥和
产肉性能， 证明 0-8 月龄的萨哈 F1 代日增重和体
重较哈萨克羊分别提高了 14.9%和 13.9% ［3�］。 田
丰（2015）研究了自由采食、 60%自由采食和 40%
自由采食 3 个水平下杜蒙杂交一代羔羊生产性能
和消化道发育， 证明自由采食组的各项生产性能
指标均高于限饲组［4�］。 综上所述， 目前的研究多
集中在不同营养水平对于杂交羔羊育肥影响方面，
而对于放牧型绵羊的育肥研究则少见报道。 我们以
放牧型甘肃高山细毛羊羔羊为试验对象， 在其生长
期开展了短期育肥试验， 并统计分析了其日增重和
经济效益情况， 为当地羔羊短期育肥提供指导。
1���材料和方法
1.1 试验区基本情况

试验区甘肃省祁连山北麓的肃南裕固族自治
县康乐乡地处河西走廊， 属高原亚寒带亚干旱气
候［5�］， 年平均气温 4�℃； 平均降水量 350�mm， 主
要集中在 6�— 9 月； 蒸发量 1�500～1�800�mm， 年
日照时数约 2�200�h， 相对无霜期 80～110�d， 天然
草原属山地草原类坡地针茅草原组［6�］， 根据草地
的放牧与利用时间将放牧草地分为春秋草场、 夏
草场及冬草场。 甘肃高山细毛羊是当地的主要饲
养畜种， 其生产节律为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20 日
配种， 3�—4 月产羔， 7 月 1�—20 日剪毛、 自然断
奶， 9 月 20 日至 10 月 15 日出栏。 各草场草地类
型及利用时间见表 1［7�］。

在现有的生产体系下， 牧户在 5 月下旬转场
至春秋草场， 此时牧草进入生长季， 冬草场牧草
开始生长， 在近 5 个月的时间没有得到利用。 而

与此同时羔羊处于 2～3 月龄之后的快速发育阶
段， 春秋草场、 夏草场的天然牧草供应量不能满
足其生长发育需求， 因此， 如果在羔羊出栏前的
一段时间内充分利用冬草场在整个生长期内积累
的牧草， 配合适量的补饲开展育肥， 对于提高冬
草场利用效率和羔羊的生产性能具有积极作用。
1.2 试验设计

试验于 2013 年 8 月 25 日开始， 10 月 25 日结
束， 试验期共 60�d。 结合牧区实际情况， 按照体
重、 体况评分相近的原则选择典型牧户， 将 4 月
下旬至 5 月初产的健康羔羊 80 只分为 2 组， 每组
40 只， 对照组按照传统饲养模式从夏草场转入春
秋草场， 自由放牧。 试验组从夏草场转入冬草场
放牧， 并辅以少量补饲， 补饲饲料以玉米和豆粕
为主， 饲喂量和饲喂时间见表 2。

1.3 测定项目
1.3.1����羊只体重测定 利用上海友声公司制造的
简易可拆卸围栏的小型地磅称对 2 组羔羊试验前
后空腹体重进行称量。
1.3.2����屠宰测定 育肥试验结束禁食 24�h， 随机
选择试验组、 对照组各 10 只羔羊， 按常规法测定
宰前活重、 胴体重、 屠宰率。
1.3.3����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在 Excel 中进行初步计
算整理， 采用 SPSS�14.0进行统计分析［8�］。
2���结果与分析
2.1 短期育肥对羔羊生产性能的影响

短期育肥方式下羔羊的生长发育测定结果（表
3）表明， 试验组羔羊的育肥后活重和育肥期日增重
分别为 35.64�kg 和 104�g，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羔羊
（P ＜ 0.05）。 试验组屠宰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（P ＜
0.05）， 高出 1.76 百分点。 这一指标与马友记等的
研究结果接近， 但要低于杂交羔羊育肥效果［9�］。

草场类型 放牧时间 天数
（d）

海拔
（m） 草原类型 优势种

冬草场 10月下旬—翌年5月下旬 213 2�000～2�500 山地草原 蒿草、 针茅（Kobresia Willd、 Stipa capillata）
春秋草场（春） 5月下旬—6月上旬 20 2�800～3�200 高山草甸草原 蒿草、 针茅（Kobresia Willd、 Stipa capillata）

夏草场 6月上旬—8月下旬 71 3�400～3�800 高寒草甸草原 嵩草、 山生柳、 锦鸡儿（Kobresia Willd、 Ix
oritrepha、 Caragana sinica）

春秋草场（秋） 8月下旬—10月下旬 61 2�800～3�200 高山草甸草原 蒿草、 针茅（Kobresia Willd、 Stipa capillata）

补饲饲料 日饲喂量
（kg）

饲喂时间
（d）

玉米 0.25 60
豆粕 0.28 60

表 1 草原利用类型及利用时间

表 2 饲喂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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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短期育肥对经济效益的影响
分析异地短期育肥方式下家庭牧场经济的变

化（表4）表明， 虽然试验组羔羊在育肥期内需要花
费较高的饲料成本， 但由于出栏体重和屠宰率较
高， 每只羔羊售价较对照组高出 220 元， 扣除饲
料成本， 仍体现了较高的经济价值。

3���结论与讨论
1） 在甘肃省肃南县康乐草原， 对 5 月龄放牧型甘
肃高山细毛羊开展了短期育肥试验， 试验期间试
验组从夏草场转入冬草场放牧， 并辅以少量补饲，
对照组按照传统饲养模式从夏草场转入春秋草场，
自由放牧。 结果表明， 短期育肥的放牧羔羊育肥
后体重和日增重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羔羊（P<0.01），
试验组每只羔羊售价较对照组高出 220 元， 扣除
饲料成本仍体现了较高的经济价值， 说明短期育
肥经济效益显著。
2） 在我国北方祁连山牧区， 天然草地的供应量往
往不能满足绵羊的生产需要， 尤其是在四季温度
和饲草生长变化大的地区， 冷季寒冷而漫长， 放
牧生产往往陷入“夏壮、 秋肥、 冬瘦、 春乏， 甚至
死亡”的恶性循环局面。 这种生产模式下， 在羔羊
出栏前充分利用夏秋季节优质的天然牧草和饲草
料、 秸秆资源对羔羊进行育肥， 一方面可以避免
夏季牧草的损失， 以及即将来临的严冬期羔羊的
掉膘现象， 获取较高的经济收益； 另一方面育肥
羔羊的适时出栏， 也避免了在枯草期出现的季节
性草畜不平衡状况。
3） 在本研究中， 初始设计的育肥羔羊日增重是
150�g， 但由于试验组羔羊所在的冬场海拔低， 天
气炎热， 羔羊经常到河边避暑， 导致能量消耗过
大， 因此未能达到试验设计的日增重。 避免这种
现象出现的方法可以是搭建遮荫网、 凉棚等方式，
以减少天气因素对于羔羊采食行为的影响［10�］。

4） 本研究仅在羔羊出栏前的最后两个月开展短期
育肥试验， 一方面是考虑到冬草场经过 3 个月的
生长， 积累了足够的干物质和能量， 另一方面也
和当地牧户长期的生产习惯有关。 随着禁牧、 轮
牧、 休牧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， 草地生产能力、
载畜量、 牧户放牧节律可能都会发生变化， 短期
育肥的时间和补饲量也能够随之进行调整和变化。
总之， 在牧区结合生产实际， 充分利用草场以及
饲料进行补饲， 提高羔羊出栏重， 对于减轻草场
压力、 缓解草畜矛盾、 加快畜群周转具有重要的
意义， 这也符合任继周先生提出的“季节性畜牧
业” 的理念［11�-�12�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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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 育肥前活重
（kg）

育肥后活重
（kg）

日增重
（g）

热胴体重
（kg）

屠宰率
（%�）

试验组 30.46 35.64�a 104�a 14.21 42.62�a

对照组 29.17 32.23�b 61.2�b 13.17 40.86�b

处理 头数
（头）

饲料成本
（元/头）

出栏时售价
（元/头）

收入
（元/头）

试验组 40 121.43 880 758.57�a
对照组 40 0 660 660.00�b

表 3 短期育肥的羔羊生产性能

表 4 短期育肥的经济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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